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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老残游记"里的书籍信息
!尧育飞

近年来! 晚清民国的书籍史

和阅读史研究已成学界热点" 究

其根源! 一则得益于西方书籍史

和阅读史研究的进展# 二则受益

于本土史料的再发掘" 本土史料

中!日记$报刊及其他边缘文献日

益受到重视! 而清末民初大量的

社会小说!似尚未引起足够重视"

笔者近来重读%老残游记&!颇觉

对其中的书籍信息应予关注"

%老残游记&作者刘鹗'#$9%:

#;<;(!阅历极丰富!且善收藏"伦

明在 %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&中

称)*铁云素以收藏著称!除书外!

金石甲骨之属尤富"旋尽散!其书

为会文斋$文友堂所得!曾见会文

斋有书目" +据郑逸梅先生记载!

刘鄂大约还在上海开过书店" 刘

鹗的藏书家身份! 于是乎时时见

诸%老残游记&"

愤言 !宋版书是
破书"的背后

%老残游记&第三回记载高绍

殷拜访老残!涉及宋版书"

他!绍殷"就随手揭过书来#

细细一看# 惊讶道$%这是部宋版

张君房刻木的 &庄子 '#从那里得

来的( 此书世上久不见了#季沧苇)

黄丕烈诸人俱未见过#要算希世之

宝呢* +老残道$%不过先人遗留下

来的几本破书#卖又不值钱#随便

带在行箧#解解闷儿#当小说书看

罢了#何足挂齿,+再望下翻#是一

本苏东坡手写的陶诗# 就是毛子

晋所仿刻的祖本,

宋版%庄子&$汲古阁翻刻的

东坡手书陶渊明诗! 都是藏书史

上的珍品!却被老残称为*破书+!

*卖又不值钱+! 似乎他对藏书很

不以为然" 然而如果注意到第十

五回老残行李失火后的话!*物件

倒没有值钱的! 只可惜我两部宋

板书! 是有钱没处买的! 未免可

惜" +就可见出!老残并非不珍惜

宋版书"他说宋版书是*破书+!大

概是对晚清以来藏书界佞宋之风

及秘藏宋版而不示人的现象表达

强烈不满"毕竟!爱书的他曾试图

造访海源阁!却不幸吃了闭门羹"

老残造访海源阁! 见小说第

七回" 开首便写老残特意到东昌

府访书"东昌即今日聊城!著名的

杨氏海源阁藏书就在那儿" 小说

以柳氏暗喻杨氏! 海源阁藏书虽

有几百箱! 但秘藏家中" 尽管如

此!老残仍不死心!他)

又住了两天,方知这柳家书#

确系关锁在大箱子内# 不但外人

见不着#就是他族中人#亦不能得

见, 闷闷不乐#提起笔来#在墙上

题一绝道$

沧苇遵王士礼居# 艺芸精舍

四家书,一齐归入东昌府#深锁嫏

嬛饱蠢鱼*

沧苇是季振宜 =#>?",@>%AB

的字" 季氏曾编%全唐诗&!有%季

沧苇书目 & 存世 " 遵王是钱曾

=@>!;:@%"@C的字 !钱氏有 %述古

堂书目&等行世"士礼居是黄丕烈

'#%>?:#$!9(居所 " 三人皆为清

代著名藏书家" 艺芸精舍指汪士

钟'#%$>:- C藏书" 四家藏书后皆

入海源阁! 其藏书之雄厚可见一

斑" 无怪乎傅增湘云)*吾国近百

年来藏书大家! 以南瞿北杨并雄

称于海内!以其收藏宏富!古书授

受源流咸有端绪" 若陆氏之皕宋

楼! 丁氏之八千卷楼! 乃新造之

邦!殊未足相提并论也" +

晚清四大藏书楼! 海源阁独

踞齐鲁!与瞿氏铁琴铜剑楼抗衡!

力压皕宋楼与八千卷楼"然而!彼

时公共图书馆观念虽初见端倪!

但书籍史所言*文人共和国+并未

形成! 藏书秘不示人仍属普遍现

象" 老残的抱怨似得呼吁开放藏

书楼之时代先声!%老残游记&发

表的次年 '#;<A(!中国最早的公

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"

晚清阅读世界里

的!三百千"及小说

藏书事略之外!%老残游记&

还部分揭示出晚清读者的阅读

世界" 对当时的读书人而言!所

读书如东昌府书坊掌柜所说!是

*%崇辨堂墨选 &%目耕斋初二三

集&" 再古的还有那%八铭塾钞&

呢" 这都是讲正经学问的" 要是

讲杂学的! 还有 %古唐诗合解&

%唐诗三百首&" 再要高古点!还

有%古文释义&" 还有一部宝贝书

呢 !叫做 %性理精义 &!这书看得

懂的!可就了不得了.+ 科举还未

废 ! 读书人仍冀望经八股而扬

名" 科举已废!那文化的惯性还

具相当力量" 如书坊掌柜云*所

有方圆二三百里 ! 学堂里用的

%三&%百&%千&%千& 都是在小号

里贩得去的 ! 一年要销上万本

呢" +可见!明清以来以%三字经&

%百家姓&%千字文&%千家诗&等为

代表的蒙学教材仍占统治地位!

传统文化根基在许多地区未受新

学冲击"此外!书坊畅销的还有民

间日用书! 如 %阳宅三要&%鬼撮

脚&%渊悔子平&" 至于 *四书五

经+!仿佛并不行销"

老残说$%难道-四书.-五经.

都没有人买吗(+他说$%怎么没有

人买呢#-四书. 小号就有, &诗'

&书'&易'三经也有, 若是要&礼

记 '&左传 '呢 #我们也可以写信

到省城里捎去, +

由此看来! 尽管晚清国人识

字率大大增加! 但对儒家经典感

兴趣的读者并不多" 这种阅读趣

味并不奇怪! 毕竟现代学术史构

建出的清代书籍清单! 不一定反

映当日书籍市场和阅读情况!有

时甚而脱节"新近研究表明!如顾

炎武%音学五书&这样的名著!刊

刻不久就为书坊削版遗弃" 当时

普通人的阅读趣味!反映在%老残

游记 &中 !主要是小说 !如 %西游

记&%红楼梦&"%老残游记&时时征

引这两部畅销小说!如)

&西游记' 是部传道的书#满

纸寓言, 他说那乌鸡国王现坐着

的是个假王# 真王却在八角琉璃

井内,现在的天理)国法)人情就是

坐在乌鸡国金銮殿上的个假王#

所以要借着南革的力量# 把这假

王打死# 然后慢慢地从八角琉璃

井内把真王请出来, 等到真天理)

国法)人情出来#天下就太平了,

这些古典小说似乎左右了公

众的思维! 故老残甚而拿 %西游

记&来解说当时纷扰的时局了"小

说鼓动人心$ 左右思考的力量如

此之大!难怪梁启超要发起*小说

界革命+!而保守的刘鹗也不免要

借%老残游记&痛骂革命党"

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! 此期

间译自外国的小说也畅销起来"

如福尔摩斯作为神探已成众所周

知的人物!%老残游记& 提及他时

已无需注解"

边缘视角下的晚

清小说与书籍史研究

从%老残游记&还可看出!当

时一般读书人的阅读状况仍很堪

忧" 一户隐居的读书人的书房是

这样布置的)*榻北立了一个曲尺

形书架!放了许多书!都是草订!

不曾切过书头的" +藏书不多!且

多为一些 *长短句子的歌谣+!如

%银鼠谚&等!不过类似%推背图&!

流于迷信"

读书人的阅读世界相当贫

乏!除了小说!他们对外国读物的

接受度也并不高"老残治河!所论

的仍是贾让%治河策&!西洋的水

利书籍在他仍不接受! 或闻所未

闻" 他对于译介的英文和日文书

籍也颇不屑! 有时还语带讥讽地

表示)*其读书不成!无著子弟!就

学两句/爱皮西提衣0或/阿衣乌

爱窝0!便谈家庭革命" 一谈了革

命!就可以不受天理$国法$人情

的拘束!岂不大痛快呢- +他们的

读书清单!仍牢笼于*中学为体$

西学为用+指导精神下"

另外值得关注的是!%老残游

记& 透露了晚清方外人士的阅读

状况" 在道家!仍是%参同契&%道

德经&" 在佛家!是见诸于泰山上

的尼姑!大多数是不能读佛经的"

问$%念经不念经( +答$%经总

是要念的,+问$%念的什么经(+答$

%无非是眼面前几部$&金刚经'&法

华经'&楞严经'等罢了,+问$%经上

的字#都认得吗(+答$%那几个眼面

前的字#还有不认的吗( +

看来!当时佛教人士能读%金

刚经 &%法华经 &%楞严经 &%圆觉

经&%大般若经& 等已很受社会瞩

目了"于此!更可见杨仁山等人成

立金陵刻经处的伟大"

%老残游记 &中透露的其他

书籍信息也颇为有趣 " 如王闿

运的 %八代诗选 &!老残 *记得是

在省城里替一个湖南人治好了

病 !送了当谢仪的 +"

大体而言!%老残游记&所反

映的书籍信息!有相当部分与包

筠雅%文化贸易-清代至民国时期

四堡的书籍交易&一书所呈现的

并无二致" 如彼时的*畅销书+大

体可分三类-蒙学$杂字$幼学$文

范 $诗选 $四书五经等教育类书

籍#实用类书$家礼$药书$医书$

通书$风水书$星相指南$善书等

指南类书籍#以及小说$戏曲$歌

册$诗集$书画集等文艺类书籍"

而 %老残游记 &揭示的以书籍充

作谢仪$方外人士的阅读状况等

信息!则是书籍史研究中甚少留

意的" 更为重要的是 !小说能具

体而微地展示晚清读者的阅读

场景 ! 而这是书籍史研究力图

贴近却终于难以真切复原之

处 " 由此而言 !明清小说里的书

籍信息和阅读状况 !颇值得研究

者大力挖掘"

吴小如为!书品"做广告
!孙永庆

近日翻晒旧书刊! 看到已故北京大学

教授吴小如先生的一篇文章!刊于 #;$$ 年

第十一期%博览群书&!感觉挺有意思"

那期刊物上 !编辑刊出文章 !同时附

上吴小如先生写给主编韩嗣义的信 !大

意是写了几篇评论冷门期刊的小文 !这

些刊物在指导青年读书和推荐好书方面

做了不少贡献!一则是为编辑呼吁呼吁 !

二则是起点宣传作用"

刊出的文章题为 %品书宜读 1书

品 2&!是为中华书局出版的刊物 %书品 &

做宣传的" %书品&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季

刊!#;$> 年创刊!发表了很多有可读性的

好文章!评介了一些有学术价值的好书 "

吴小如在学界被称为 *学术警察 +!言其

眼里揉不得沙子! 看到不好的书必予批

评!为此还曾惹上官司" 他推荐的刊物一

定错不了!对于%书品&!他就介绍了三大

特色)一是信息灵通!及时介绍新出版的

各类学术著作和新整理出来的各种古

籍# 二是正确评价各种有阅读钻研价值

的图书!对一般读者有启蒙作用!对专业

工作者也有着指南的效益 # 三是除了从

中获得大量版本目录的知识 ! 还能了解

不少专家学者的治学心得和著作经历 "

他还提出了办刊建议) 评书的对象不能

仅限于中华书局出版物"

在以后的岁月里! 吴小如身体力行!

撰写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章发表于 %书

品&" 比如!!<<# 年的六期%书品&都有吴

先生的文字)%1联话丛编2 三十九种&介

绍江西人民出版社的%联话丛编&#%重读

1富连成三十年史2&在说富连成的同时!

也让我们了解京剧的一些知识 ! 该书系

同心出版社出版 #%释 *一言 +&和周汝昌

先生商榷! 可见吴先生的读书态度#%工

具书中的精品,,,1清人别集总目 2&对

安徽教育出版社的%清人别集总目 &三巨

册进行赞许#%台湾戏剧八种& 述说台湾

戏曲研究的现状#%王力古汉语词典&论述

该书的一些特点33

现在的%书品&主要评介中华书局的读

物!但也旁及其他出版社的好书!学术性

与普及性并重!仍是读书人钟爱的刊物"

"罗振玉题刘鹗遗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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